
财会工作电算化软件程序的开发设计，首先要考

虑本系统、本单位、各职能部门将来可能 联 机并网

实现数据信息共享的需要。其次是要注意解决重 复开

发。浪费人力、物力的问题。我们在这方面采取了按

系统行业布点，以点带面的办法。如重点抓了纺织、

机械、化工等系统。这样，在点上开发研制成功的软

件，在行业系统内其他企业只需稍微进行一些二次开

发即可投入使用，可以收到时间短、投资 少、 见效快

的效果。第三，坚持由单项目、多项目 发展到系统开

发的循序渐进的开发方式。在推行财 会工作电算化时

要根据我国现在的实际情况，具备条件的可以从开始

就搞系统开发，条件差的可以从搞单项目开发搞起，

如工资、材料、固定资产、成本核算等再由单 项到多

项，由多项到系统开发，循序渐进，逐步 深入。这样

有利于培养锻炼两用人才，也可使软件的开发研制工

作稳固地向前发展，避免急于求成走回头路的弊端。

三、注意学习先进的经验技术，加快财会电算化

的开发速度

为了加快我市财会工作电算化的步伐，首先，我

们请有关方面专家教授，为我市财会电算化软件开发

工作进行全面的指导，特别是在程序的编制技巧方面

给予帮助。其次，根据工作需要我们有计划地 派员到

各地去学习先进的技术方法，如参加1988年财政部在

上海举办的财会电算化学习班等，以便从中学到一些

新的知识，丰富我们的实践。此外，我们也派员去北

京参观学习了“先锋”和“用友”的通用财会电算化

软件，对其性能有一个大体的掌握，从中受益不浅。

再次，为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财会电算化学术 经验交

流活动，我们成立了财会工作电算化研究专业组，吸

收各单位从事编制财会软件程序的人员参加。主要任

务是研讨财会电算化中出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交流

工作经验，培养微机、财会两用人才，普及财 会电算

化知识，逐步达到各单位自己能编制财 会软件，并能

自己使用、自己维护的目 的。

四、实现财会工作电算化，要促进财会工作职能

的转换

我们对那些已实现微机系统开发的单 位，在经过

一定时间的人、机操作并行，证明其准确性、可 靠性

等功能达到设计要求之后，会同税务、审计等部门对

使用微机所提供的数据的有效性、合法性进行 复审，

在确证该系统能满足各部门所需要的 数据资料的前提

下，尽快批准其甩开手工帐，以微 机代替手工核算。

由于部分单位实现了以微机代替手工帐，从而使大部

分财会人员得以脱离繁重的手工操作，从事现代化财

会管理工作，促进财会工作职能的转换。如我市棉纺

织二厂财会部门原有财会人员14名，实现财会工作电

算后，从记帐、汇总、分配、转帐、成本、利润等核

算一直到出会计报表，全部工作只 需 5 个人 即可完

成。其余人员根据企业现代化经营管理的需要，迅速

转向经济效益预测、责任目标的 控制 ，以及 经济考

核、分析方面来，使财会工作不断向生产、技术、经

营领域的深度和广度渗透，改变了过 去 那种事后核

算、 消极反映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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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税利分流试点分析会

在南阳市召开

3 月18日至21日，财政部在河南省南阳市召开了

全国税利分流试点分析会。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

分析税利分流试点的情况，总结经验，发现问 题，研

究改进措施，继续推动税利分流工作顺利进行。

财政部财税体制改革司副司长刘克崮同志在会上

作了重要讲话。他说，财政部自1987年提出税利分流

试点方案以后，到1990年底，已在20多个省、区、市

的部分地区进行了试点。几年来的实践表明，税利分

流在理顺国家和企业的利润分配关系等方面取得了一

定的成效，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对此是肯定的。
因此，刘副司长要求 试 点 地区坚定税利分流这一方

向，实事求是地分析这几年的试点工作情况，并针对

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意见。

会上，率先进行税利分流试点的重庆市、河南南

阳市、吉林大安市、黑龙江牡丹江市、湖北荆门、老

河口市、 福建厦门市等地区的代表介绍了他们搞税利

分流试点的成效、 存在的问题以及完善意见。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还分组就如何减轻企业老贷

款包袱，在不违背税后还贷原则的前提下，采取哪些

措施来增强企业新借款的还款能力，解决企业技改资

金的不足，并有效地贯彻国家产业政策等问 题展开了

热烈的讨论。  （本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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